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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兒童局的資料顯示，國

內兒少虐待通報的個案逐年增加，從

2004 年的 7,837 件到 2011 年有 17,667

件個案，已經是兩倍以上的成長，每

1,000 個兒少族群就有 4 個曾遭受虐待

，每小時新增加的案例超過兩個。林口

長庚醫院統計從 2001 年 9 月至 2009 年

5月共有 833位小於 18歲的兒童及少年

經由本院社服通報為兒童保護個案，其

中 204 位個案為身體虐待，609 位個案

屬於疏忽，在身體傷害的個案中，其中

大部分小於兩歲，4 成的施暴者是受虐

兒的父母，雖然經過治療後，超過一半

的受虐兒身體恢復良好，但仍有一些留

下不等程度的後遺症甚至死亡，而施暴

者往往是他們最親近的人。在華人的社

會中，「清官難斷家務事」、「孩子不

打不成材」…種種觀念都認為打罵孩子

是理所當然的管教，雖然現在政府宣導

禁止體罰，但傳統的文化觀念仍存在這

社會中，導致虐童案件頻傳。

為了喚起更多人重視兒童遭受虐待

的重要性，林口長庚醫院於3月 31日舉

辦「兒童保護新觀念國際研習會」，特

別邀請國外Violence Intervention Pro-

gram（VIP暴力介入計畫）創辦人Heger

教授到台灣與醫護人員分享國外面臨兒

童虐待的處置及實務經驗。此次研習會

與國外 Heger 教授會談中得知，Heger

教授為這些受虐者已努力了近 30 年，

VIP創立於1984年，至今每年服務將近

兩萬人，從一開始一受虐的兒童被能被

安置在一個小小的房間內，到2010年終

於建立20,000平方英呎的醫療中心提供

受虐兒安全的醫療及成長空間。在服務

這些受虐兒過程中，Heger 教授及醫療

團隊最常做的事就是詢問受虐兒童「你

需要什麼？我們可以幫助你什麼？」，

重視並解決受虐兒的問題，她讓這些受

到暴力傷害的兒童可以有個安心的地方

，讓這些兒童信任她甚至感激她。一個

又一個的故事中，深深感受到 Heger 醫

師對這些兒童付出的愛與關懷，讓他們

在多年後仍會記起曾經有那麼一個人幫

助他，並寄信給 Heger 醫師表達感謝之

意。

此外，我們也邀請了本院兒童心智

科梁歆宜醫師、東吳大學莫藜藜院長、

台灣大學余漢儀教授、以及劉承武主任

檢察官等，就其專業提供精闢看法，藉

由此次研習會強化醫護人員專業能力，

並讓社會大眾重視兒童虐待事件，從消

我們可以為受虐兒做什麼？

◎林口長庚兒童內分泌科研究助理 林綺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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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處理兒虐問題到積極介入兒虐，鼓勵

醫護人員掌握通報兒虐的機會並正確辨

識兒少是否遭受虐待，不讓受虐兒童再

度回到暴力的環境中，喪失了拯救無辜

兒童的寶貴時機。

這些遭受到虐待的兒童不僅在當下

身體受到傷害，更影響到短期和長期的

心理健康，兒童心智科梁歆宜醫師在研

習會中提到「受虐兒童的短期和長期之

身體及心理健康都受到嚴重的威脅，應

積極治療及復建，以減少後來出現的行

為或精神障礙，並降低受虐兒童長大後

可能成為施暴者，造成惡性循環之可能

性。」顯示這些遭受虐待的兒童可能造

成未來的社會問題，受虐兒童身體的傷

好了，但心理的疤痕卻會永遠存在，這

些遭受暴力的個案背後是一個黑暗又充

滿負面能量的故事，在服務這些受虐兒

的過程也許會感到無力、挫折或是憤怒

、傷心，但是當能夠拯救一個受傷的心

靈時，其成就感是無限的。

由這兩日與許多專家學者的談話中

了解到，目前台灣對於這些受虐兒童還

有許多努力的空間，負責的兒童及少年

保護社工人力不足且服務個案負荷量大

，造成社工員離職率高，以及受虐兒童

的後續追蹤不易、兒少安置資源缺乏、

民間組織與政府的網絡合作不良…等，

這些因素都讓高風險家庭中的兒童和已

受到虐待的兒童生活在危險的環境中，

再度受到虐待的機率增加，也讓這些兒

童容易有情緒及行為問題。兒童及少年

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期盼在未來的日

子裡，可以不再有受虐兒童的新聞，讓

這些遭受到暴力的兒童可以健康且快樂

的成長，搶救受虐兒童不僅是醫護人員

、社工人員的責任，只要你我多一點注

意，多一分關懷，拿起電話撥打 113，

一通電話，將使許多兒童遠離受虐的環

境，讓我們一起關心這社會中最弱勢的

兒童。

▲ 休息時間，專家學者互相交流分享心得

▲感謝林副署長（中）、王委員（左）與
黃副院長蒞臨指導

▲講者與學員們幽默的對話




